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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国”是当前的时代主题。自党的十

八大以来，国家高度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不

遗余力推进法治建设，致力于让法律成为全社会

的信仰。正在央视一套播出的法治题材电视剧

《阳光下的法庭》，正是以十八大后国家全面推进

司法改革为背景，以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冤假错

案三个典型方向的重点案件为切入口，层层递进

深入剖析了当前法治体系的创新发展，反映了十

八大以来国家的深刻变化。4月24日，中国视

协和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共同举办了《阳光下

的法庭》专家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该剧与当前

“法治中国”的时代命题高度契合、两相呼应，其

创作立意与时代意义可谓深远。

文艺评论家李准评价《阳光下的法庭》真实

而又形象地表现了我国司法体制，尤其是法院体

制综合配套改革、审判工作与时俱进的最新成

果，是迄今为止在司法题材影视剧中司法含量最

高、时代信息最丰富的一部具有标志性的优秀现

实题材作品。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总监梁建增认为，

《阳光下的法庭》直面司法改革的深水区和难点、

痛点，写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新

气象、新思路和新作为。该剧既有高度又有深

度。除了描写案件，剧情也对相关产业、民生、舆

情等各个社会层面进行了深入地反映。对司法

系统的内部改革描写全面、细致、严谨、到位，涉

及员额制改革、信息化改革、执行难的改善、阳光

平台的建立、最高巡回法庭等等，内容上基本涵

盖了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不仅梳

理和表现出当前司法改革的历程以及遇到的一

些阻力，更将司法改革的内在动力和逻辑为普通

受众进行了生动普及。

“从创意到剧本，从拍摄到后期制作，都有

司法专业人士从头至尾的参与、把关。”该剧主创

田水泉介绍说，剧中选取的一些案例，都来自司

法实践，是以审理过的同类案件为原型创作的，

不是编剧们拍脑袋空想出来的。因为有专业的

团队紧紧把牢方向，所以拍摄过程中，包括演员

表演期间，是几乎不允许改词的，在其他题材的

戏里改词可能造成好与坏的结果，但在这部作品

中就可能造成对与错的结果。

“专业高度让这部剧站在了同类作品之

上。”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李京盛认为，用严肃专业内行的司法专业精神来

统筹艺术创作，裁减艺术表达的素材，编织戏剧

矛盾、戏剧冲突是这部作品成功的关键因素，也

是同类题材作品应该学习和效法的一条有益的

创作经验。这部作品不但弘扬了依法治国精神，

也在实践上、在法治类电视剧的创作上告诉我们

也要依法做剧的这样一种行业规律。

如何用一部艺术作品来表达这样一个宏大

主题，对此剧的创作者来说是一次思考能力和艺

术表达的严峻考验。与会专家认为，《阳光下的

法庭》成功塑造了一批典型的司法人物形象。主

人公白雪梅代表着新时代司法干部的理想人格，

她的思路、胸襟、能力都体现了当下司法干部的

优秀品质，显示出比较高的智慧性和建设性，而

欧阳春、穆国柱、宁致远、鹿鸣等人物形象也都塑

造的饱满，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和职业的尊严。中

国传媒大学教授王伟国认为，白雪梅这一崭新的

艺术形象的塑造是这部作品成功的重要标志。

白雪梅是千千万万个法官形象的化身。艺术家

们经过提炼、概括、加工，并且融入了情感以及灌

注了艺术家们的审美理想，使白雪梅的形象从生

活真实走向了艺术真实。

有专家谈到，鹿鸣的形象塑造十分成功，身世

遭遇使他始终处于情感错位和心灵扭曲中，但他

并没有因此迷失自我，而是始终坚持着追求公平

正义的梦想。这就刻画出人物特别强劲的人格力

量和人性魅力，这种人性魅力穿透荧屏，直射观众

的心灵，同时凸显了法治的力量，体现了当下全面

依法治国的大诉求下，不仅需要像白雪梅这样的

法官，更需要像鹿鸣这样的律师，只有他们才能

共同构建起中国依法治国的脊梁。（任晶晶）

生活里，编剧是一群有心的“生活观察者”；工作上，编剧

是一群正义的“行业守护人”。4月19日，北京国际电影节期

间，在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指导、编剧帮主办的第四届中国电

影编剧研讨会现场，编剧们交流国内影视行业的“怪现象”与

“新问题”，并结合自身的实践给出了“锦囊妙计”。

类型电影缘何频出“断崖现象”

编剧顾小白谈到当下类型电影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

的类型电影，常常某些段落很精彩，但过几分钟又不知所云，

观众如坐针毡。”面对类型电影的这一“断崖现象”，与会者深

有同感，并表示类型片不该做得太着急。编剧束焕谈到，据他

所知电影《唐人街探案2》仅拍摄了44天，并且剧组在美国

每天只能工作10个小时，有些地方诸如机场、纽约街道等只

能提供给他们几个小时去拍摄，导演有时连看监视器的时间

都没有，直接看取景器就决定拍摄的镜头了。

制作工业不完善同样也是类型电影“断崖现象”产生的诱

因。束焕谈到，曾经搭档过的导演去美国考察后告诉他，我国

的电影生产工艺约有54个工种，而好莱坞电影生产工艺约有

108个工种，束焕形象地将之比喻为“我们有一副扑克牌，而

别人有两副扑克牌”。他表示，当下韩国电影团队专业化程度

很高，装胶片盒的小工都是电影学院毕业的，而国内很多刚走

出校门的人直接就想做导演，颇有“才子派头”，他们不是以大

师的艺术标准来要求自己，而是以大师的“派头”包装自己，束

焕建议在这一方面国产电影应该向韩国电影学习。

喜剧片不好笑，尴尬该怪谁

喜剧片不是电影业娱乐的配料，它是整个行业的重要支

柱。香港编剧、监制文隽谈到，冯小刚的贺岁喜剧、周星驰的

无厘头喜剧、成龙的动作喜剧等都给观众带去了欢声笑语，

但是近年来喜剧片鲜有突破，文隽认为电视台的综艺节目应

该对此负有责任，“喜剧是最难创作的，从零开始去想一个段

子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以前观众还觉得喜剧片里的某些段

子、某些演员很好玩儿，但是现在观众每个星期都能在电视

综艺节目里看到大量的段子与耍宝的演员，我很担心以后喜

剧片中的人才与笑料该从何而来。”

喜剧类综艺节目的火爆着实透支着喜剧创作者，整个

2016年参加超过20余档综艺节目录制的宋小宝曾因身体

原因宣布暂时退出综艺节目，贾玲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

的节目强度要求几天就出一个剧本。然而综艺节目多元发

展、适度消费喜剧就可以迎来喜剧片的春天吗？束焕表示，自

己接触了大量段子手和短视频写手，发现当下最缺乏的是具

备结构感的编剧人才，他坦言“只有机灵劲儿和好的台词是

不够的”。

“门客编剧”入组，剧本到底能不能改

门客最早在春秋时期作为贵族地位和财富的象征而出

现，古代达官贵人家中养的门客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刻替主人

做事。研讨会现场，编剧宋方金将“跟着演员进组的编剧”称

之为“门客编剧”，在电视剧与网剧中“门客编剧”较为常见，

电影中还比较少。他们具有同古代“门客”一样的工具功能，

服务对象并不是作品本身，而是演员大腕儿，这一称谓也揭

示出演员肆意篡改剧本行为背后的成因，那就是演员片酬居

高不降、掌握了较大的话语权。宋方金呼吁“编剧不要干这种

事，不要哪个演员让你改剧本你就去改，这会把行业带坏。希

望做编剧的永远不要当门客。”文隽则认为，电视剧是以编剧

为主的，不允许别人随意插手更改是对的，电视剧剧本牵一

发而动全身，只有编剧熟知剧本前后文是如何呼应的，但是

对于电影而言，一般还是以导演为主，导演要综合许多其他

因素，比如这个演员会不会说出剧本想要的味道？各部门完

成度如何？有些尊重编剧的电影导演还是会和编剧一起讨论

修改剧本的。

编剧是否需要经纪人

西方成熟的明星经纪人制度，对明星即是约束又是保

护。在我国，明星经纪人只有20余年的历史，经纪人制度还

在初步探索阶段，不少导演和演员都有自己的经纪人，但在

编剧中还比较少见。羞于谈钱、剧本被肆意篡改、维权困难，

编剧们是否需要有属于自己的经纪人呢？

宋方金以同行在电影项目中被骗的事例，强调影视行业

需要大力推广编剧经济人制度。顾小白认为，对于编剧而言

能力是第一位的，如果能力高其实根本不需要经纪人，但是

编剧需要有一个充当“挡箭牌”身份的人。文隽并不认为编剧

需要经纪人，在他看来，一个编剧经纪人并不能保证他的编

剧能够交出令客户满意的作品，这件事情是不可控的，不像

艺人有一张相对稳定的面孔、不会忽胖忽瘦这般可控。他认

为对于一个编剧而言能力是第一位的，“好的编剧没有经纪

人也会门庭若市，不好的编剧有多少经纪人都救不了你”。

剧本浩瀚如海，去哪里拾遗“珍珠”

如何才能从浩瀚的剧本中找出佳作？如何让自己的剧本

呈现在制片人面前？尽管好莱坞工业体系发展相当成熟，但

仍有大量优秀剧本被埋没。美国编剧协会统计，在美国每年

大约诞生50000个剧本，阅读、挑选它们需要消耗大量的时

间。反观当下国内影视行业，实则面临着这样一个矛盾：制片

人亟需好剧本，新编剧们手捧作品却难以入场。

风靡好莱坞的“剧本黑名单”如今业已成为好莱坞卖座

电影的风向标，并促成了众多经典之作的诞生，《国王的演

讲》《聚焦》《爆裂鼓手》《环形使者》等都是从这份“剧本黑名

单”里被筛选出来并成功拍摄的。研讨会现场，好莱坞“剧本

黑名单”创始人富兰克林·莱纳德同大家分享了“剧本黑名

单”的运作模式。2005年圣诞节前夕，莱纳德给自己的80名

同行发出电子邮件，请他们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列出10部

喜欢且还未摄制的剧本；第二，你认为哪部戏是今年年底拍

不出来的；第三，你觉得哪部是今年的最佳电影。最终有75

人回复了他的邮件，莱纳德将信息汇总为一个PDF文件，并

起名为“黑名单”。随后的事情令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份名单

传遍了好莱坞，甚至开始有经纪人用“剧本可能会进入明年

的黑名单”为理由说服客户。富兰克林很快意识到“黑名单”

的巨大价值。2012年10月，他建立了“剧本黑名单”网站，作

出了“互联网+剧本”的新尝试。“剧本黑名单”拥有专业评审

人员3500名，所有人都必须经过富兰克林亲自认证，而评估

他们是否值得拥有评审资格，在于他们是否有能力使剧本被

拍摄出来，或者让编剧在职业上有所进步。莱纳德谈到，“剧

本黑名单”创立至今一共筛选出了1000部非常好的电影，其

中300部已经获得制作，拿了250个奥斯卡提名，得到了50

个奥斯卡奖。 （许 莹）

第四届中国电影编剧研讨会上，编剧热议——

影视行业的“怪现象”与“新问题”

关 注

作为从懵懂无知的少年向成熟稳重的成年的过渡，

青少年时期留给每一个人的回忆都是难以忘怀而铭记于

心的。正因为青少年时期的宝贵与短暂以及对人生的重

要意义，所以以青少年为题材的艺术作品不胜枚举、丰富

多彩。然而，以影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下简称

《致青春》）为滥觞，近年来，青少年题材影视创作虽然在

数量上有所提升，但在内涵和质量上却差强人意，存在不

少亟待提升的创作空间。

以《致青春》为例，该片是赵薇作为北京电影学院导

演系硕士研究生的毕业作品，根据辛夷坞的同名网络畅

销小说改编，影片以70%以上的篇幅表现大学生活，更确

切地说是大学的爱情生活。似乎青春只剩下了爱情，大

学生活也只剩下了谈情说爱。或许影片称为“致我们终

将逝去的青春期爱情”更为贴切。影片对大学的表现较

为偏颇——混乱肮脏的环境、污言秽语的谩骂、没有尊严

的哀号、抽烟喝酒的狂乱、流氓式的勾引与无赖式的追

求……基本上在影片中没有多少对大学、大学生活的正

面展现。曾经问过不少在校和毕业的大学同学，他们的

大学生活和电影中所表现的完全不同。创作者之所以要

营造这么一种“不真实”的氛围，或许是为了表现青春的

残酷与无奈吧，但失去真实的刻意“营造”终究是不能打

动观众的心的。《致青春》的画面是以冷色调为主的，隐隐

地透出残酷和哀婉情调，虽然能够勾起观众对韶华已逝

的一些感喟与唏嘘，但却不能为观众提供多少正能量。

随着《致青春》在电影市场上的成功，一批打着“追忆青

春”旗号的跟风之作被批量制造出来，像《匆匆那年》《何

以笙箫默》《同桌的你》《小时代》系列等作品，都或多或少

的包含对“不切实际”的情感与脱离现实的青春的怀恋，

而诸如出国留学、早恋、师生恋、堕胎、奢侈生活、勾心斗

角等情节则时常映现于银幕、荧屏之上，构成青少年题材

影视创作的主要内容和背景，引发有识之士和广大观众

的不满与批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在于创

作者在创作方向上偏离了现实轨道。

艺术历来是以其独特的魅力表现时代精神、反映现

实社会以及人民生活的重要形式。影视艺术作为当代最

具大众性的艺术形式，以及其本身所具有的大众文化属

性，理应成为表现时代精神、反映社会生活最常见、最生

动、最主要的艺术表现形式。青少年题材影视创作无疑

应该真实、客观、全面、形象地展现青少年群体的情感和

生活、学习、成长。然而，当下一些青少年题材影视创作

者或由于认识不够，以偏概全，或为市场利益所引诱，为

“博取眼球”而猎奇、编造，使得当下青少年题材影视作品

情节内容与青少年现实生活实际相去甚远，既无法令广

大观众满意，更无从引发青少年心灵共鸣。艺术源于生

活而高于生活，如果丧失了生活这潭源头活水，那么艺术

之花必然会凋零枯萎。

对青少年题材影视创作而言，当下青少年丰富多彩

的现实生活不啻为创作的源泉和根本，创作者必须充分

加以利用。具体到创作实践上，创作者首先要做的是真

正深入到青少年之中，真正用心去了解、体验、感受当下

青少年的所思、所想、所为，将自己融入到青少年的现实

生活之中。同时，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青少年的现实

生活进行挖掘和提炼，以现实主义的方法塑造“典型环境

中的典型人物”，塑造出有血有肉真实可感的具有时代特

色的青少年艺术形象。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文艺只

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

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对于青少年来讲，他们正处

于成长阶段，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都还处于形成的过

程中，这个阶段非常需要正确的引导和有益的帮助，而青

少年题材的影视作品无疑可以起到引导和帮助的作用。

鉴于此，青少年题材影视创作者有责任、有义务严格要求

自己，努力创作出符合青少年特点、切合青少年生活、彰

显青少年情感，具有正确价值观和正能量的优秀青少年

影视作品，无愧于数以亿计的青少年观众。

由中国影协主持出版、中国影协理

论评论委员会主持编撰的《2018中国

电影艺术报告》日前在京发布。中国影

协秘书长饶曙光表示，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电影观影需求的不断释放，

同时也对电影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

电影创作质量提升与创新能力提出了

新的挑战，《201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

对这些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都有回

应。在同时召开的“中国电影评论家

论坛”上，主办方公布了“批评家选择”

2017 年度的 10 部优秀影片，分别

是（以拼音顺序排列）《八月》《不成问题

的问题》《二十二》《芳华》《冈仁波齐》

《嘉年华》《明月几时有》《绣春刀II修罗

战场》《妖猫传》《战狼2》。

《报告》认为，中国距离电影强国

目标，至少存在三方面明显差距：一是

中国电影对国家文化软实力贡献不

足；二是中国电影对经济社会发展影

响力和带动性不足；三是中国电影全

球竞争力不足。因此，建构既能满足国

内观众需求又能适应全球观众共享的

“通用文化体系”，建构适应中国电影

发展和创新的“互联网化的工业体

系”，建构与世界文化融合的中国电影

“国际传播体系”，是中国电影从大国

走向强国的重要路径。与会专家以《战

狼》《中国合伙人》《红海行动》《空天猎》

等为例，认为这些影片在类型化、商业

化的同时，注重从个体出发表达主流价

值观，形成了“新主流”电影的发展状

貌。“个体性、类型片、全球空间、大国崛

起”是“新主流”电影的基本构成要素，

但这类电影还刚刚起步，需要显人性、

动人情、达人心的能力。 （余 非）

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

2018青年制片人培育计划4月20日在京公布。吴天明

青年电影专项基金携手戛纳国际电影市场，通过青年制

片人培育计划评选优秀制片人参加“戛纳制片人工作坊”

已历时三载。从今年年初启动招募，经过100天的筛选，

共有15位青年制片人凭借其作品入围2018青年制片人

培育计划，其中，曹金玲凭借《莫尔道嘎》、刘雯凭借《无名

狂》、满家玮凭借《春和景明》、藤井树凭借《荞麦疯长》、阎

云飞凭借《重返西园码头》获得最终奔赴“戛纳制片人工

作坊”学习交流的机会。

近两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迅速，但大量从业人员中

真正的专业电影人才并不多见。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

是青年电影人，他们的水平代表了未来电影的发展潜

力。为培养更多专业青年电影人才，今年，吴天明青年电

影专项基金与联承星影业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联承

星影业将为专项基金提供宣发资金，支持专项基金平台

上选出的青年电影人作品。与此同时，主持人经纬及其

制作的《心灵捕手》节目也将会在未来宣传方面对专项基

金支持的青年电影人有所补益。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

张丕民谈到，吴天明担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期间，扶持

了一大批电影人。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陈凯歌、张艺谋、

黄建新、田壮壮、何平、周晓文等导演都与吴天明有过合

作。吴天明导演的精神、对电影的热爱、对青年电影人的

培育和帮助，将在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的不断努力

下得到有力传承。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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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青春题材影视剧

塑造有时代特色的青少年形象
□许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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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发布

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文联研究部和北京

文艺评论家协会承办的“当下首都文艺创作的现

状与发展”专题研讨会4月8日在京召开。结合近

年来北京地区文艺各领域的创作现状，与会专家

认为，当前首都文艺创作仍旧存在浮躁现象,北京

文艺创作要突出引领性，必须树立精品意识，加强

作品的文化内涵，推出更多现实题材的精品创作。

中国视协理论研究部主任赵彤、北京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认为，当前首都北京

的文艺创作需要更大的视野和更开阔的胸襟，对

北京的描绘不能局限于胡同和四合院，要体现出

当代北京的开放、包容、动态的状态。北京舞蹈学

院舞蹈研究所所长金浩认为，舞剧编导不应一味

沉迷于外在形式，舍本逐末，应积极探索舞剧本体

的美感表达，给人以艺术感动。北京师范大学副教

授王鹏认为，在当今“传统文化热”的好形势下，中

国画要重视观众群体的培养，用更加立体的宣传

“包装”手段，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扩大传统艺术的

辐射面。

此次研讨会注重征询首都各类一线文艺创作

者和新文艺创作群体的意见建议，广泛倾听诉求，

做到摸清底数、了解实情。据了解，今年，北京市文

联还将围绕古都文化、京味文化、红色文化、创新

文化的建设开展更多理论研讨活动，发挥文艺评

论对文艺创作的引导作用。 （北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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